
六
、
書
法
形
式
發
展
歷
程

 
 
 

對
於
形
式
發
展
的
認
識
，
有
助
於
人
們
深
化
自
己
的
審
美
感
受
，

也
有
助
於
找
到
作
品
與
當
代
思
想
、
當
代
學
術
的
連
結
機
制
。
　
　
　 

 
 
 

　
　
一
般
人
都
會
認
為
章
法
的
佈
局
變
化
在
於
行
草
，
對
於
篆
、
隸
、

楷
書
的
結
字
排
列
，
偏
向
於
單
字
美
的
考
慮
，
因
此
在
處
理
這
方
面
的

作
品
時
，
往
往
平
整
而
缺
少
變
化
。
但
實
際
上
我
們
從
甲
骨
文
或
是
金

文
中
發
現
很
少
有
整
齊
排
列
的
結
體
，
大
體
都
是
隨
字
之
大
小
排
列
，

不
像
後
人
爭
相
以
平
整
為
法
則
，
使
篆
書
成
為
界
格
化
，
陷
入
框
框
之

中
，
而
將
原
本
自
然
的
結
體
，
陷
於
僵
化
之
中
。
從
不
同
字
體
的
演
變

，
我
們
可
以
清
楚
了
解
發
展
的
脈
絡
與
美
學
價
值
：

甲
骨
文
:
以
尖
利
工
具
契
刻
，
易
直
不
易
曲
，
線
條
瘦
挺
，
轉
折
見
稜

見
角
，
堅
硬
樸
拙
，
產
生
錯
落
、
曲
直
的
交
叉
線
條
，
以
及
疏
密
相
間

而
進
退
有
序
的
結
構
與
章
法
。

金
文
︵
鑄
在
青
銅
上
︶
:
直
筆
增
加
了
曲
意
，
曲
筆
並
有
粗
細
變
化
顯

得
自
然
柔
潤
。
方
正
的
空
間
亦
為
欹
側
的
結
構
所
取
代
。

小
篆
階
段
:
有
了
書
寫
工
具
毛
筆
，
書
寫
屈
伸
自
如
，
環
曲
的
弧
︵
主

要
特
徵
︶
：
粗
細
均
勻
流
暢
。
追
求
平
行
、
均
勻
、
對
稱
之
美
，
使
它

成
為
書
法
空
間
的
理
性
安
排
。

隸
書
:
遵
循
文
字
特
性
，
超
越
了
初
期
象
形
，
突
出
了
符
號
性
，
線
條

形
體
也
由
篆
之
圓
之
曲
，
改
為
方
和
直
，
變
長
為
扁
，
產
生
向
左
右
發

展
的
體
勢
。

龍
門
造
象
的
價
值
：
代
表
著
陽
剛
之
氣
，
構
成
了
書
法
史
上
從
未
有
過

的
審
美
形
式
，
也
是
質
樸
對
精
巧
的
挑
戰
。

楷
書
的
藝
術
價
值
：
在
於
結
構
美
學
的
建
立
。

　
　
以
上
的
分
類
說
明
只
是
淺
顯
的
敘
述
，
當
書
法
要
繼
續
往
下
發
展

時
，
這
些
將
帶
給
我
們
一
些
啟
發
與
連
結
，
事
實
上
還
有
非
常
多
的
書

家
︵
也
包
含
部
份
民
間
書
法
作
品
︶
的
個
人
風
格
︵
例
如
：
張
旭
情
性

的
誇
張
，
那
種
呼
叫
狂
走
的
創
作
過
程
，
類
似
今
天
的
行
為
藝
術
表
現

，
也
凸
顯
視
覺
張
力
。
︶
對
於
形
式
的
拓
展
、
視
覺
的
展
現
，
對
於
往

後
的
書
法
發
展
都
產
生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底
下
我
們
將
從
點
畫
、
結
構
、

章
法
的
不
同
面
向
，
來
訴
說
形
式
變
化
中
的
視
覺
展
現
。
在
談
到
形
式

變
化
前
，
必
須
先
就
形
式
的
內
部
規
律
簡
要
說
明
：

七
、
書
法
形
式
的
內
部
規
律 

 
 
 
 

　
　
書
法
藝
術
最
基
本
的
原
則
，
即
形
式
與
表
現
。
形
式
有
賴
於
技
巧

訓
練
，
而
表
現
則
有
賴
於
才
學
與
個
性
。
因
此
形
式
美
不
可
能
單
獨
存

在
，
它
必
須
通
過
技
巧
，
通
過
個
性
，
通
過
一
定
的
內
容
，
並
按
規
律

才
能
反
映
出
來
。

　
　
劉
小
晴
認
為
書
法
藝
術
的
形
式
美
內
部
規
律
，
主
要
是
從
整
齊
一

律
、
平
衡
對
稱
、
多
樣
統
一
以
及
對
比
統
一
的
基
本
法
則
中
體
現
出
來

。
而
對
於
視
覺
的
展
現
，
筆
者
認
為
更
集
中
在
對
比
統
一
以
及
多
樣
統

一
上
。

　
　
“
對
比
統
一
＂
是
形
式
美
的
主
要
法
則
。
它
的
目
的
是
使
人
感
到

鮮
明
、
醒
目
、
振
奮
、
活
潑
。
書
法
藝
術
的
形
式
美
，
從
陰
陽
相
推
的

變
化
中
產
生
出
方
圓
、
曲
直
、
剛
柔
、
文
質
、
輕
重
、
徐
疾
、
濃
淡
、

枯
潤
、
虛
實
、
黑
白
、
大
小
、
長
短
、
奇
正
、
疏
密
、
開
合
、
向
背
、

動
靜
等
諸
多
的
對
比
形
式
，
這
些
對
比
形
式
，
在
和
諧
的
狀
況
下
又
可

以
相
激
相
盪
，
派
生
出
無
窮
無
盡
的
變
化
，
它
們
相
互
之
間
，
既
保
持

了
相
對
的
獨
立
性
，
又
體
現
出
統
一
的
和
諧
性
。

　
　
所
謂
“
多
樣
統
一
＂
的
“
多
樣
＂
體
現
了
各
個
事
務
的
個
性
千
差

萬
別
。
“
統
一
＂
體
現
了
各
個
事
務
的
共
性
或
整
體
聯
繫
。
所
以
多
樣

統
一
就
是
形
式
上
雖
有
著
差
異
性
，
但
又
保
持
著
共
通
性
。
亦
即
孫
過

庭
︽
書
譜
︾
中
所
謂
的
“
違
而
不
犯
，
和
而
不
同
＂
。
“
違
＂
即
差
異

、
變
化
、
多
樣
；
“
和
＂
即
共
同
、
一
致
、
和
諧
。
“
違
而
不
犯
，
和

而
不
同
＂
即
多
樣
的
形
式
雖
有
差
異
、
變
化
，
但
並
不
雜
亂
；
和
諧
的

、
一
致
的
形
式
雖
有
共
同
性
但
又
富
有
變
化
。

　
　
多
樣
統
一
的
前
題
就
是
在
對
立
面
的
矛
盾
中
求
得
和
諧
，
也
就
是

先
能
做
到
部
份
的
﹁
對
比
統
一
﹂
。
然
而
多
樣
統
一
考
慮
的
問
題
更
為

複
雜
，
通
常
在
形
式
多
樣
變
化
為
主
軸
的
時
代
裡
，
往
往
只
求
多
種
型

態
的
對
比
表
現
，
但
卻
忽
略
在
多
樣
對
比
中
，
外
在
形
式
的
對
比
與
內

『素瑩永執』五人書法聯展開幕現場

『墨花陶影』展覽花絮

黃
一
鳴

漢
字
藝
術
的
核
心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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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視
覺
展
現

漢
字
藝
術
的
核
心
內
容
與
視
覺
展
現

理
事
長  

黃
碧
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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﹄
記
事

﹃
墨
花
陶
影
﹄
記
事

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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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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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)

心
的
情
性
配
合
時
是
否
恰
當
，
或
者
不
同
的
對
比
是
否
為
一
主
軸
所
貫

穿
，
例
如
：
單
字
結
構
或
一
組
文
字
採
用
過
多
的
對
比
，
擬
增
強
張
力

表
現
同
時
，
卻
因
字
型
的
擺
放
中
，
部
份
字
體
的
中
宮
過
於
緊
縮
、
收

斂
甚
至
不
夠
自
信
，
致
使
裡
外
不
合
而
無
法
達
到
多
樣
統
一
。
再
如
：

模
仿
王
鐸
作
品
的
單
字
扭
曲
、
變
形
、
變
調
極
盡
對
比
之
能
事
，
卻
忽

略
軸
線
的
擺
動
或
者
空
間
疏
密
的
掌
控
，
即
使
單
字
或
一
組
字
對
比
達

到
和
諧
，
但
從
整
體
空
間
及
章
法
上
來
看
，
還
是
未
能
達
到
整
體
的
和

諧
。

　
　
歷
代
書
法
的
發
展
，
以
及
個
人
書
風
的
不
同
，
即
是
基
於
整
齊
一

律
、
平
衡
對
稱
、
多
樣
統
一
以
及
對
比
統
一
的
基
本
法
則
中
體
現
出
來

。
之
所
以
不
同
，
筆
者
認
為
主
要
還
是
對
平
正
、
險
絕
的
感
悟
不
同
。

保
守
的
人
的
平
正
、
險
絕
與
精
進
勇
猛
人
的
平
正
、
險
絕
的
觀
點
不
同

所
致
。
時
代
越
往
後
對
比
的
情
況
就
越
大
，
這
種
趨
勢
已
是
事
實
。
然

形
式
可
以
變
化
無
窮
，
但
必
須
符
合
和
諧
、
穩
定
的
視
覺
考
驗
，
惟
有

將
最
大
矛
盾
對
立
的
物
象
統
一
起
來
，
貫
穿
在
一
個
外
在
、
內
在
合
理

的
主
軸
下
，
才
能
險
中
求
穩
、
展
現
視
覺
、
獲
得
神
采
。
否
則
便
轉
成

狂
野
與
粗
俗
，
不
得
不
慎
！

八
、
從
點
畫
到
結
體
構
成
的
“
組
件
擺
放
＂

　
　
美
的
筆
畫
線
條
是
書
法
的
基
礎
，
但
不
是
全
部
。
如
果
我
們
把
書

法
的
原
字
結
構
加
以
改
變
，
那
麼
書
法
的
境
界
將
會
頓
時
全
然
失
去
，

優
美
的
筆
畫
也
就
無
法
展
現
魅
力
。
美
的
元
件
還
只
是
成
功
的
開
始
，

漢
字
組
件
之
擺
放
也
是
一
門
高
深
的
學
問
。
傳
統
書
學
中
所
說
的
“
結

字
＂
我
們
今
天
稱
之
為
“
結
構
＂
或
“
造
型
＂
，
其
中
心
內
容
即
為
“

組
件
擺
放
＂
。

　
　
“
組
件
擺
放
＂
是
指
由
一
定
數
量
的
筆
畫
、
線
條
在
一
定
的
空
間

內
按
照
一
定
的
規
律
擺
放
，
而
形
成
的
一
種
筆
畫
線
條
動
態
張
力
關
係

，
實
際
上
它
是
一
種
通
過
空
間
而
體
現
出
來
的
書
法
形
式
。
它
和
筆
畫

線
條
的
點
畫
儀
態
一
樣
，
也
是
書
法
家
表
現
情
感
的
一
種
手
段
。
筆
畫

和
線
條
以
長
、
寬
、
高
及
由
此
而
形
成
的
形
狀
、
厚
度
來
表
現
力
量
，

展
示
藝
術
家
情
感
，
及
結
構
、
點
畫
之
間
的
張
力
關
係
。

　
　
一
般
說
來
，
篆
書
、
隸
書
、
楷
書
，
其
書
法
境
界
的
典
雅
、
端
莊

，
除
了
得
力
於
其
筆
畫
線
條
的
特
殊
外
形
，
還
得
力
於
均
勻
、
對
稱
、

平
衡
的
點
線
佈
局
；
這
種
均
衡
、
對
稱
、
和
諧
的
點
線
張
力
格
局
，
為

點
畫
線
條
的
形
式
美
的
表
現
提
供
和
諧
“
氛
圍
＂
，
促
成
該
書
法
漢
字

整
體
形
象
美
的
形
成
，
我
們
欣
賞
這
類
書
法
作
品
的
時
候
，
就
會
感
受

到
一
種
恬
淡
、
靜
雅
的
美
。
例
如
速
度
較
快
的
行
草
書
中
，
點
畫
的
型

態
是
跳
躍
的
，
長
短
、
粗
細
、
剛
柔
反
差
都
很
大
；
而
且
這
些
點
線
的

組
合
，
又
是
左
支
右
出
，
上
下
、
左
右
拉
扯
，
每
個
字
都
充
滿
力
的
對

抗
和
衝
突
，
這
樣
，
書
法
的
表
現
力
、
運
動
美
感
，
也
就
在
這
裡
的
衝

突
中
得
到
大
幅
度
的
提
高
和
強
化
。

　
　
書
法
的
文
字
結
構
中
的
組
件
擺
放
不
同
，
產
生
的
內
涵
差
異
甚
大

，
其
牽
涉
最
大
的
問
題
就
是
審
美
意
味
與
視
覺
展
現
的
問
題
。
︵
從
接

近
和
諧
中
重
新
加
入
險
絕
性
的
結
構
，
而
去
解
決
對
比
性
更
大
的
形
式

結
構
中
，
統
一
與
協
調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張
力
不
同
產
生
的
不
同
氣
韻
問

題
。
︶

九
、
從
四
方
型
單
字
到
變
形
的
視
覺
轉
變

　
　
中
國
文
字
無
論
有
無
方
框
，
有
無
水
平
垂
直
線
架

構
可
作
參
考
，
中
國
文
字
本
身
也
必
以
水
平
垂
直
及
方

框
為
基
準
。

　
　
由
安
海
姆
著
滕
守
堯
翻
譯
的
︽
藝
術
與
視
知
覺
︾

第
五
章
空
間
中
如
何
利
用
變
形
產
生
空
間
效
果
裡
說
道

：
﹁
凡
是
具
有
深
度
層
次
的
視
覺
效
果
，
看
上
去
往
往

還
是
變
形
的
和
具
有
一
定
的
體
積
感
﹂
。
﹁
變
形
總
要

涉
及
到
某
種
比
較
，
即
拿
它
現
在
的
形
狀
與
它
本
來
的

形
狀
進
行
比
較
。
這
就
是
說
，
一
個
變
了
形
的
物
體
，

一
看
就
知
道
是
另
外
一
件
物
體
經
過
了
偏
離
等
變
化
之

後
得
到
的
。
﹂

　
　
因
此
，
不
論
是
平
躺
面
、
直
立
面
，
除
非
是
正
好
與
畫
面
完
全
平

行
的
正
面
，
最
後
都
以
某
種
傾
斜
的
方
式
加
以
呈
現
，
而
在
畫
面
上
都

必
然
成
了
斜
面
。
有
趣
的
是
這
樣
的
斜
面
，
視
覺
上
符
合
正
面
特
徵
，

但
卻
是
自
然
界
正
面
的
扭
曲
，
而
角
度
也
變
了
。
這
正
如
畫
面
中
的
一

個
菱
形
︵
圖
1
︶
，
是
一
個
正
方
形
︵
虛
線
部
份
︶
作
某
種
角
度
的

移
位
，
視
覺
上
我
們
更
能
感
受
到
菱
形
的
縱
深
。
因
此
形
的
位
移
或

斜
置
，
也
是
產
生
空
間
感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　
　
如
圖
2
中
的
B
、
C
圖
，
其
實
就
是
A
圖
從
側
角
看
去
的
樣
子
，

亦
即
B
、
C
圖
就
是
A
圖
的
變
形
的
樣
子
。
這
樣
的
說
明
，
給
了
王
鐸

書
法
的
扭
曲
、
變
形
甚
至
變
調
找
到
了
用
意
，
以
及
使
字
體
產
生
立
體

性
的
理
論
基
礎
。
如
下
圖
王
鐸
單
字
造
型
的
改
變
。
︵
圖
3
︱
1
、
2
、

3
、
4
︶

※
以
上
圖
片
均
採
自
王
鐸
作
品
，
5
1
.
3
表
示
王
鐸
五
十
一
歲
時
第
三
件
作
品
。
軸

4
6
表
示
無
年
款
作
品
第
四
十
六
件
。
︵
根
據
齊
淵
所
編
之
圖
錄
說
明
︶

十
、
從
字
距
改
變
與
視
覺
的
和
諧

 
 

在
楷
書
的
排
列
中
字
與
字
之
間
通
常
是
獨
立
的
個
體
；
上
下
字
或

鄰
行
之
間
甚
少
有
穿
插
、
咬
合
的
情
況
，
更
少
會
處
理
成
兩
個
字
變

成
形
同
一
個
新
的
結
構
體
的
視
覺
效
果
，
當
然
也
很
不
可
能
將
兩
個

相
近
的
字
，
處
理
成
三
個
部
份
的
視
覺
效
果
。
然
而
在
草
書
中
情
況

就
大
大
有
了
轉
機
。
從
王
鐸
的
相
近
兩
個
字
的
處
理
情
況
來
看
，
就

會
發
現
之
間
可
變
化
的
地
方
太
大
了
，
我
們
常
說
草
書
看
出
一
個
人

的
天
份
、
看
出
一
個
人
的
情
性
、
更
可
以
看
出
一
個
人
在
處
理
新
的

造
形
能
力
的
高
低
。
今
舉
王
鐸
字
體
說
明
：

 

※
圖
取
自
邱
振
中
︽
書
法
技
法
的
分
析
與
訓
練
︾

商
量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商
之
“
口
＂
與
量
之
“
日
＂
部
以
草
書
書
寫
之
相

似
性
。

南
宮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南
字
內
部
與
宮
字
“
呂
＂
部
首
兩
者
斜
線
交
叉
之

相
似
。

辭
安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辭
之
下
擺
兩
個
圓
弧
與
安
字
右
上
邊
之
弧
度
相
似

。趙
豈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趙
字
右
邊
之
“
肖
＂
上
走
勢
與
豈
字
之
“
山
＂
右

後
半
部
之
弧
度
類
似
，
肖
內
小
圓
弧
與
豈
中
段
之
小
圓
弧
相
似
。

闕
論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闕
之
“
欠
＂
部
首
與
論
之
“
侖
＂
部
首
都
有
類
似

“
3
＂
的
寫
法
。

豫
籌
二
字
，
相
似
處
在
於
豫
字
最
後
三
筆
畫
與
籌
字
起
頭
三
點
類
似
。
且
兩

個
字
變
成
三
個
空
間
緊
密
構
成
的
新
結
構
體
。

　
　
行
草
書
經
常
藉
由
“
映
帶
＂
的
關
係
，
容
易
將
兩
個
不
同
調
性
的
單
字

串
聯
在
一
起
，
以
上
六
組
除
“
商
量
＂
二
字
外
皆
如
此
。
但
兩
字
之
間
的
關

係
只
以
牽
絲
映
帶
︵
細
線
到
實
線
︶
考
慮
，
在
視
覺
上
仍
偏
簡
單
，
因
為
互

相
咬
合
的
緊
密
性
仍
感
不
足
，
因
此
，
除
映
帶
之
外
，
仍
須
藉
由
不
同
形
式

的
相
似
性
筆
法
或
造
型
，
甚
至
下
一
個
字
緊
緊
與
上
個
字
密
和
，
產
生
更
多

交
集
，
以
達
到
融
合
為
一
體
的
效
果
。
假
若
不
以
草
書
形
式
處
理
時
我
們
就

會
發
現
它
的
困
難
度
。
舉
例
來
說
：
楷
書
字
體
之
結
構
以
四
方
形
為
主
，
它

的
結
構
模
式
可
以
分
為
：

一
、
底
部
平
整
式
如
：
整
、
土
、
窗
、
金
、
密
、
口
、
孟
等
。

（圖1）（圖2）

(圖3－1)軸46

(圖3－2)51.3

(圖3－3)48.4

(圖3－4)48.4

（圖4－1）（圖4－2）（圖4－3）

（圖4－4）（圖4－5）（圖4－6）

二
、
底
部
接
近
整
齊
式
如
：
性
、
慮
、
間
、
調
、
弗
、
這
、
為
、
展
等

三
、
底
部
交
叉
但
接
近
整
齊
如
：
入
、
又
、
愛
、
文
等

四
、
底
部
是
直
線
稱
起
的
如
：
畢
、
峯
、
舉
、
本
、
平
、
年
、
十
、
中
、
布
等

五
、
底
部
是
直
線
︵
含
直
鉤
︶
稱
起
但
又
有
輔
助
線
條
平
衡
如
：
本
、
東
、

系
、
禾
、
部
、
水
、
米
、
市
、
木
等

六
、
依
附
右
邊
如
：
唯
、
吃
、
俊
、
雄
、
玲
、
凌
、
地
、
功
、
嘆
、
殖
等

七
、
依
附
左
邊
如
：
如
、
弘
、
和
、
形
、
能
、
仁
、
秋
、
報
、
乾
、
凱
、
融
等

八
、
靠
撇
點
稱
起
的
如
：
賓
、
兵
、
黃
、
貞
、
員
、
興
、
賽
、
典
、
異
、
等

九
、
兩
個
部
首
相
互
承
擔
的
如
：
欓
、
龍
、
雞
、
幹
、
魏
、
翰
、
糖
、
顧
、

穎
、
鮑
等

十
、
斜
直
鉤
稱
起
重
心
如
：
奇
、
寸
、
可
、
乃
、
于
、
亭
、
兮
、
考
、
身
、

亨
、
宇
、
子
等

十
一
、
靠
側
邊
尖
線
稱
起
的
如
：
糾
、
伸
、
卦
、
井
、
升
、
引
、
沂
、
冲
、

舛
等

　
　
根
據
以
上
分
析
，
漢
字
之
底
部
如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八
、
九
類
主

要
傾
向
於
底
部
齊
整
來
承
擔
整
個
字
的
重
量
。
上
部
重
量
越
重
，
底

部
筆
畫
也
隨
即
加
粗
承
受
。
另
一
種
形
式
如
四
、
五
兩
類
，
主
要
承

受
力
來
自
中
間
之
直
線
，
這
種
字
的
比
例
不
高
，
大
致
而
言
，
有
瀟

灑
直
挺
的
效
果
。
若
處
在
兩
個
重
心
都
低
的
字
中
︵
如
前
所
列
之
字

︶
這
一
類
的
字
則
有
較
多
留
白
，
產
生
空
靈
的
效
果
，
也
增
加
視
覺

的
美
感
。
第
三
種
則
是
六
、
七
兩
類
字
，
不
管
依
附
左
或
右
，
總
能

產
生
輕
重
、
陰
陽
，
更
為
貼
心
的
親
密
關
係
。
空
間
上
的
留
白
，
增

加
空
靈
的
效
果
。
第
四
種
如
十
一
類
，
雖
然
在
某
些
時
候
，
與
六
、

七
兩
類
近
似
，
但
彼
此
之
間
的
輕
重
沒
那
麼
明
顯
，
只
能
比
喻
為
有

主
、
副
之
分
，
而
非
完
全
之
依
附
。
第
五
種
如
十
類
，
以
斜
直
鉤
稱

起
重
心
，
因
此
鉤
必
須
加
大
，
才
有
辦
法
撐
起
整
個
字
的
重
量
。

　
　
四
方
形
為
主
的
結
構
模
式
要
擴
充
，
並
且
與
上
下
兩
字
之
間
產

生
更
大
的
交
集
與
融
合
，
是
書
法
藝
術
、
尤
其
是
造
形
藝
術
工
作
者
最

想
突
破
的
問
題
，
這
個
工
作
比
之
行
草
書
更
為
困
難
，
但
卻
更
有
挑
戰

。
行
草
書
的
融
合
方
式
通
常
採
用
崁
入
式
︵
如
圖
5
︶
、
穿
插
式
︵
如

圖
6
︶
就
能
產
生
很
好
的
效
果
。

　
　
﹁
穿
插
﹂
與
﹁
嵌
入
﹂
的
效
果
類
似
漢
字

偏
旁
之
組
合
，
會
產
生
緊
密
團
合
的
效
果
。
根

據
這
樣
的
觀
點
發
展
，
在
單
字
外
接
空
間
的
依

附
性
時
，
也
就
容
易
產
生
團
合
的
效
果
。
舉
例

說
明
如
下
：
當
上
一
個
字
之
外
接
空
間
範
圍
涵

蓋
下
一
個
字
的
外
接
空
間
時
，
情
況
亦
如
兩
個

偏
旁
組
合
時
之
緊
密
性
，
只
是
原
來
是
左
右

關
係
，
現
在
變
成
是
上
下
關
係
︵
例
如
之
前
的

穿
插
與
嵌
入
模
式
︶
。

　
　
中
國
文
字
在
書
寫
的
習
慣
是
由
右
到
左
的
上
下
排
列
，
因
此
，
在
上

下
字
穿
插
、
咬
合
的
變
化
性
中
，
使
上
下
不
同
偏
旁
︵
或
符
號
︶
的
造
字
工

程
得
到
些
許
演
練
，
雖
然
這
樣
的
巧
思
安
排
還
達
不
到
先
人
造
字
的
穩
妥
架

構
，
但
最
起
碼
書
寫
者
已
經
開
始
在
不
同
偏
旁
︵
或
符
號
︶
造
字
中
有
了
自

己
的
開
發
性
。
然
而
，
單
字
的
右
偏
旁
與
右
邊
字
的
左
偏
旁
要
結
構
成
新
的

合
諧
符
號
時
，
總
是
缺
少
機
會
，
因
為
，
中
國
字
習
慣
上
行
與
行
之
間
的
留

白
使
得
左
邊
字
與
右
邊
字
相
咬
合
的
機
會
較
少
，
但
假
如
書
寫
時
改
成
由
左

到
右
的
書
寫
時
，
碰
撞
時
要
處
理
的
機
會
就
自
然
加
大
。
因
此
，
近
來
部
份

書
家
強
調
如
新
詩
般
的
書
寫
︵
由
左
到
右
︶
，
其
中
部
分
意
圖
就
在
於
視
覺

上
的
上
下
咬
合
關
係
改
成
左
右
咬
合
關
係
。
我
們
若
關
心
黃
慎
草
書
的
寫
法

就
會
發
現
，
整
個
畫
面
採
用
“
點
狀
＂
的
書
寫
，
而
且
把
行
距
靠
攏
使
上
、

下
、
左
、
右
的
關
係
更
密
合
了
。
當
然
這
裡
首
先
必
須
考
慮
上
下
符
號
中
碰

撞
中
上
下
偏
旁
的
咬
合
關
係
，
也
要
考
慮
第
二
行
字
與
前
一
行
字
併
攏
時
產

生
的
左
右
咬
合
關
係
，
這
裡
強
調
的
咬
合
關
係
從
造
字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是
創

造
一
個
祖
先
在
造
字
時
採
用
符
號
之
外
的
另
外
新
偏
旁
組
合
的
造
字
工
程
，

這
也
就
是
讓
書
法
家
除
了
再
現
文
字
或
些
許
改
變
文
字
造
型
同
時
，
提
供
一

項
文
字
創
造
的
機
制
，
這
種
機
制
是
書
寫
者
的
創
造
行
為
，
在
既
有
文
字
偏

旁
結
構
完
成
後
，
新
的
造
字
工
程
大
量
面
市
的
機
會
。
黃
慎
的
經
驗
給
我
們

啟
發
，
但
黃
慎
在
處
理
上
、
下
、
左
、
右
關
係
時
把
偏
旁
盡
可
能
以
點
或
線

處
理
，
但
在
楷
書
書
寫
時
的
偏
旁
處
理
上
並
未
充
分
發
展
。
草
書
中
的
上
、

下
，
左
、
右
的
咬
合
較
為
容
易
，
用
楷
書
字
體
互
相
併
攏
時
偏
旁
的
上
、
下

，
左
、
右
的
咬
合
值
得
大
家
開
採
。
︵
待
續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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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畫
同
源
是
大
家
耳
熟
能
詳
的
一
樁
藝

事
，
但
是
結
合
書
法
、
花
藝
、
陶
藝
與
攝
影

一
起
展
出
，
它
們
之
間
是
如
何
在
一
個
空
間

中
呈
現
完
美
的
組
合
？

　
　

從
書
法
的
結
體
、
線
條
中
體
會
與
花
葉

、
枝
幹
錯
落
安
排
的
關
連
，
到
不
同
花
的
類

別
性
中
顯
露
不
同
的
內
在
特
質
；
在
陶
藝
渾

樸
的
內
容
中
加
上
多
樣
的
造
型
與
色
彩
，
體

會
碑
帖
融
合
的
可
能
；
以
及
經
由
審
美
機
制

將
大
自
然
中
既
有
存
在
與
揮
之
即
去
的
點
滴

紀
錄
，
在
在
說
明
了
攝
影
雖
然
不
是
在
書
寫

線
條
但
它
卻
用
光
影
敘
述
大
自
然
的
點
線
面

，
雖
然
都
不
同
好
像
也
相
通
。
真
善
美
沒
有

一
定
的
方
法
，
重
點
都
是
一
樣
，
來
自
內
心

深
處
的
感
動
與
對
美
的
追
求
。

 
 
 
 

這
一
場
墨
花
陶
影
藝
術
盛
宴
不
只
是
不

同
形
式
串
聯
的
挑
戰
，
背
後
更
重
要
是
一
種

關
懷
與
愛
心
的
串
聯
，
這
篇
文
章
從
展
出
的

源
頭
到
展
覽
過
程
中
，
處
處
充
滿
情
誼
及
提

供
我
們
藝
術
多
元
以
及
彼
此
交
融
的
喜
樂
與

分
享
。—

 

編
者 

—
 

﹁
墨
花
陶
影
﹂
二
○
一
二
年
十
一

月
展
於
士
林
公
民
會
館

　
﹁
墨
花
陶
影
﹂
的
成
軍
，
始
於
二
○
○
九

年
底
的
一
次
開
幕
茶
會
佈
展
。

　
　
話
說
美
女
、
嫦
娥
、
麗
華
、
碧
惠
四
人
，

一
九
九
五
年
相
遇
於
天
母
國
中
父
母
成
長
班
，

為
的
是
要
增
長
知
識
，
學
習
如
何
親
子
？
巧
逢

分
配
於
同
一
組
，
由
於
個
性
略
同
，
見
解
一
致

而
相
知
成
無
所
不
談
的
好
友
。
從
此
一
路
相
隨

，
惺
惺
相
惜
。
在
那
次
佈
展
中
，
吾
靈
機
一
動

曰
：
﹁
我
們
也
來
辦
個
四
人
展
如
何
？
﹂
眾
人

先
是
一
驚
，
續
而
笑
之
：
﹁
我
們
行
嗎
？
﹂
既

期
待
又
怕
受
傷
害
的
心
終
在
每
位
的
先
生
鼓
勵

下
而
展
開
。
﹁
墨
花
陶
影
﹂
於
焉
誕
生
，
離

展
期
是
三
年
前
的
事
了
。

　
　
花
藝
美
女
從
小
期
許
自
己
圓
一
個
未
實
現
過
的
夢
，
如
今
做
高
興
喜

歡
的
事
；
能
用
自
己
的
方
式
表
達
對
事
物
之
愛
並
分
享
給
他
人
，
讓
她
不

自
禁
的
要
感
謝
天
主
創
造
大
自
然
的
美
讓
每
個
人
都
能
欣
賞
。

　
　
陶
藝
嫦
娥
從
欣
賞
陶
藝
，
到
真
正
接
觸
陶
土
，
並
且
看
著
陶

土
從
無
形
的
泥
土
慢
慢
隨
著
自
我
想
法
及
拉
胚
成
型
，
再
從
燒
陶

到
作
品
開
爐
時
充
滿
著
不
確
定
的
未
知
數
，
每
一
次
的
製
陶
過
程

都
帶
給
她
無
限
的
驚
奇
與
奧
妙
。

　
　
攝
影
麗
華
在
記
錄
活
動
的
過
程
中
，
她
發
現
透
過
照
相
機
可

以
觀
察
事
物
不
同
的
面
向
，
在
指
掌
的
瞬
間
留
下
眾
生
浮
世
繪
，

似
乎
剎
那
就
是
永
恆
，
從
此
相
機
成
了
她
的
眼
睛
。

　
　
喜
愛
書
藝
的
我
，
則
在
毛
筆
提
按
的
線
條
律
動
中
得
到
了
印

證
與
解
脫
。
從
此
癡
迷
於
其
中
，
所
思
所
想
無
不
書
法
。

　
　
悠
悠
歲
月
大
夥
表
現
輕
鬆
如
常
，
直
至
展
前
一
年
，
緊
張
氛

　
　
中
華
漢
光
書
道
學
會
﹃
素
瑩
永
執
﹄
五
人
書
法
聯
展
，
三
月

二
十
三
日
於
臺
北
市
立
社
會
教
育
館
揭
幕
，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圓
滿

閉
幕
。
去
年
黃
老
師
推
薦
我
們
五
位
同
學
︵
梁
素
雲
、
高
素
娥
、

葉
素
美
、
傅
瑩
瑩
、
鄒
永
財
︶
準
備
作
品
展
覽
。
接
到
這
個
任
務

，
心
情
難
免
忐
忑
不
安
，
既
驚
又
喜
。
挑
戰
開
始
了
︱
準
備
作
品

、
申
請
場
地
、
揀
選
裝
裱
，
製
作
廣
告
、
海
報
、
邀
請
卡
，
讓
我

們
忙
得
不
亦
樂
乎
！

　
　
每
個
活
動
總
得
取
個
好
名
字
，
想
了
好
久
。
忽
然
發
現
我
們

的
名
字
當
中
，
有
三
個
素
︵
典
雅
素
樸
︶
、
兩
個
瑩
︵
如
寶
石
亮

眼
︶
、
一
個
永
︵
堅
持
到
底
、
永
字
八
法
︶
，
不
僅
和
書
法
息
息

相
關
，
而
且
串
連
起
來
也
挺
順
眼
的
。
不
過
，
唸
起
來
似
乎
不
夠

完
整
，
有
點
意
猶
未
盡
的
感
覺
。
考
慮
再
三
，
最
後
加
個
﹃
執
﹄

字
，
代
表
我
們
執
著
執
筆
的
恆
心
毅
力
，
終
於
決
定
以
﹃
素
瑩
永

執
﹄
和
大
家
相
見
。
請
帖
發
出
去
後
，
竟
然
引
起
親
友
的
好
奇
與

關
注
︵
有
位
朋
友
竟
然
說
為
什
麼
辭
海
找
不
到
︶
，
真
是
始
料
未

及
。

　
　
素
娥
資
賦
優
異
，
琴
棋
書
畫
樣
樣
都
有
涉
獵
，
對
書
法
尤
其

認
真
，
作
品
融
合
魏
碑
的
磅
礡
氣
勢
、
黃
庭
堅
的
穿
插
律
動
、
何

紹
基
的
中
鋒
遒
勁
，
具
有
一
種
獨
特
的
趣
味
。
其
中
一
件
作
品
﹃

空
﹄
，
是
他
第
一
次
嘗
試
的
現
代
書
法
，
觀
眾
竟
然
﹃
擠
﹄
在
一

起
褒
揚
有
加
。
開
幕
時
激
動
述
說
自
己
：
這
些
年
來
每
天
硯
臺
與

菜
刀
共
研
；
毛
筆
和
拖
把
齊
舞
；
餐
桌
上
的
三
菜
一
湯
常
被
換
成

黃
庭
堅
、
王
鐸
、
何
紹
基
配
上
一
碗
濃
濃
的
墨
汁
。
努
力
學
習
的

精
神
，
贏
得
全
場
熱
烈
的
掌
聲
。

　
　
素
雲
學
佛
至
為
虔
誠
，
禪
慧
甚
高
，
特
別
對
王
鐸
的
形
式
表

現
著
迷
，
所
以
揮
毫
急
徐
輕
重
隨
心
所
欲
，
線
條
曲
折
自
在
，
氣

勢
流
動
酣
暢
，
適
切
透
露
出
他
的
喜
怒
哀
樂
情
愫
。
作
品
特
色
正

似
其
名
，
如
行
雲
流
水
，
吸
引
不
少
關
愛
的
眼
神
。

　
　
素
美
用
功
最
勤
，
深
入
五
體
書
法
不
同
形
式
與
結
構
的
演
練

，
尤
其
喜
歡
碑
學
渾
樸
厚
重
的
用
筆
，
以
及
率
性
的
結
體
；
楷
書

融
合
歐
柳
褚
特
色
；
隸
書
增
加
帛
書
的
趣
味
，
都
頗
富
巧
思
，
展

出
作
品
最
多
，
讓
觀
眾
大
飽
眼
福
。

　
　
瑩
瑩
的
確
是
一
顆
閃
亮
的
寶
石
，
她
的
現
代
書
法
獨
樹
一
格

，
形
形
色
色
的
對
比
巧
妙
安
排
畫
面
，
直
教
人
歎
為
觀
止
。
她
說

：
不
喜
歡
一
味
複
製
古
人
碑
帖
，
只
愛
擷
取
他
們
的
精
華
加
以
運

用
，
更
調
配
自
己
新
的
元
素
，
大
膽
盡
情
的
攪
拌
，
藉
以
發
抒
內

圍
突
然
升
高
，
有
人
不
知
所
措
，
有
人
徹
夜
難
眠
。
這
時
展
出
經

歷
豐
富
的
我
則
扮
演
著
穩
定
軍
心
的
角
色
；
時
而
安
撫
，
時
而
鼓

勵
。
誰
知
我
是
四
人
中
年
紀
最
小
者
耶
。

　
　
隨
著
展
期
愈
近
，
討
論
次
數
越
趨
頻
繁
，
每
人
各
有
所
司
；

美
女
負
責
行
政
文
書
，
嫦
娥
負
責
聯
絡
，
麗
華
任
會
計
，
我
則
負

責
印
刷
、
大
圖
輸
出
及
邀
請
函
的
編
排
。
話
說
那
兩
只
讓
人
難
忘

的
大
紅
燈
籠
高
高
掛
，
是
美
女
的
構
思
，
取
其
熱
鬧
喜
氣
，
更
甚

者
是
在
其
上
的
落
款
，
感
佩
四
人
的
勇
氣
與
膽
量
，
以
行
雲
流
水

來
形
容
不
為
過
之
。

　
　
轉
瞬
間
，
佈
展
在
即
，
才
知
團
結
力
量
大
，
姐
妹
淘
們
傾
巢

而
出
，
掛
作
品
、
插
花
鋪
草
皮
、
貼
釋
文
、
照
相
，
此
起
彼
落
，

歡
笑
滿
人
間
。
還
有
漢
光
書
會
的
同
學
們
，
炎
森
、
慧
玲
、
姿
妤

，
有
他
們
的
幫
忙
佈
展
快
又
準
，
而
人
情
味
更
令
我
動
容
不
已
。

　
　
二
○
一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下
午
兩
點
假
士
林
公
民
會
館
隆
重

開
幕
，
會
場
人
山
人
海
，
感
謝
貴
賓
的
疼
惜
與
支
持
，
套
句
麗
華

的
致
詞
：
﹁
一
切
都
在
不
言
中
﹂
，
是
的
，
三
年
的
醞
釀
於
今
開

花
結
果
，
或
花
兒
不
香
，
果
子
不
甜
，
但
我
們
盡
力
了⋯

⋯
⋯
⋯

。
感
悟
成
果
的
背
後
，
或
許
是
一
連
串
的
挫
敗
、
掙
扎
、
挑
戰
、

困
惑
與
矛
盾
，
也
或
許
是
情
感
的
抒
發
，
生
命
的
出
口
。
不
管
如

何
，
每
一
件
作
品
都
是
用
心
創
作
的
，
既
有
其
必
然
性
，
更
有
其

偶
然
性
。
因
此
一
件
作
品
的
誕
生
與
完
成
要
心
存
感
激
。
我
體
會

到
：
書
法
不
是
寫
字
，
而
是
寫
人
、
寫
心
、
寫
精
神
、
寫
性
情
，

更
是
一
個
人
內
心
的
全
部
紀
錄
！

　
　
謝
謝
黃
一
鳴
老
師
及
各
位
好
夥
伴
，
吾
收
穫
何
其
多
，
感
謝

、
感
恩⋯

⋯
⋯
⋯

。

心
澎
湃
激
越
的
情
感
，
甚
至
從
不
斷
迸
發
的
創
意
中
享
受
自
我
提

昇
的
痛
快
。

　
　
本
人
永
財
，
耐
心
較
為
不
足
，
動
作
粗
重
，
寫
字
大
而
﹃
畫

﹄
之
，
行
筆
不
知
急
澀
疏
密
，
用
墨
不
分
乾
濕
濃
淡
，
作
品
就
是

古
人
常
說
的
狀
如
墨
豬
、
算
子
，
要
登
大
雅
之
堂
有
點
慚
愧
。
驟

然
，
念
頭
一
轉
，
黝
黑
樸
拙
厚
重
也
是
另
一
種
美
，
漂
亮
的
花
叢

加
上
綠
葉
的
陪
襯
，
整
體
畫
面
顯
得
好
看
許
多
。
左
看
右
看
一
看

再
看
，
這
次
配
角
好
像
當
得
蠻
稱
職
的
。
其
實
我
從
小
就
喜
歡
書

法
，
每
次
看
到
電
桿
上
的
選
舉
或
節
慶
標
語
︵
如
祝
高
票
當
選
、

慶
祝
國
慶
完
成
反
共
復
國
大
業
︶
，
就
幻
想
有
一
天
能
換
我
來
執

筆
。
為
了
築
夢
踏
實
，
留
了
不
少
汗
水
。
雖
然
電
桿
標
語
時
代
已

經
過
去
，
今
天
把
標
語
換
成
詩
文
掛
在
社
教
館
展
覽
牆
上
，
我
真

的
好
高
興
。

　
　
一
週
展
覽
倏
爾
結
束
，
感
謝
大
家
的
光
臨
鼓
勵
，
更
感
謝
黃

老
師
的
教
導
督
促
，
書
會
學
長
們
的
傳
承
協
助
。
這
次
學
到
很
多

寶
貴
的
經
驗
，
雖
然
距
離
理
想
目
標
還
很
遠
，
要
走
的
路
還
很
長

。
不
過
，
書
法
的
路
很
寬
很
廣
很
有
趣
，
我
們
會
繼
續
努
力
，
蘊

育
更
多
創
作
，
再
邀
請
大
家
一
起
分
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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